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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

系列报道

第三篇章：文明体验（下）

崇山矗矗，一峰一崖镌
刻血脉赓续。

大河泱泱，一滴一点折
射文明波光。

行走在郑州北部的黄
河南岸，“几”字造型的黄河
国家博物馆正静静地徜徉
在一片绿色林海，拾级而上
登顶北望，滚滚长河奔流向
东，澎湃的河水不断击打着
南岸的垒土，黄河国家博物
馆外侧如滔滔河水肌理般
的墙体，在阳光的映照下，
仿似也正和着水浪发出大
河文明的呢喃。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地
面 50000平方米的园林施
工，以及博物馆顶部路面
30000平方米的园林绿化施
工。”中建八局东北公司黄
河国家博物馆项目党支部
书记贾昊华介绍，几百名工
人正加班加点，全力加快项
目进度，争取让大家早日见

到这座崭新文化地
标 的

神秘芳容。
临河南眺，这座建立在

黄河边，建立在“华北轴，百
川口，悬河头，万古流”这一
黄河流域重要区位枢纽——
郑州的黄河国家博物馆，对
于全世界认识郑州、认识黄
河、认识中国，都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

“黄河国家博物馆就
像是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见证居‘黄河之滨’、处‘天
下之中’的郑州，作为华夏
文明发祥地和核心传承
区、黄河文化的核心地
位。”阎铁成坚信，黄河国
家博物馆建成开馆后，将
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来到
古都郑州，找到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

“父亲山，母亲河，始祖
地，国之初。读懂中国，从
郑州开始。‘山河祖国’欢迎
您！”这是央视播出的郑州
形象宣传词，如今，郑州正
以“一带三核”等为抓手，全

力建设以黄河国家博物馆、
黄河天下文化综合体为代
表的黄河文博片区，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
旅游带和全球探寻体验黄
河文明的重要窗口。

今年 3月底，郑州举行
“2023郑州文旅促消费暨
YOU（游）·乐享郑州”系列
活动，推出“文博郑州 古
都郑州宝藏游”“风情郑
州 生态郑州黄河游”，以
及包括“行走八千年，科
技新郑州”线路、“研学中
原黄河，读懂华夏文明”
线路、大学生探究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
华文明体验行”线路在内
的“研学郑州 读懂郑州文化
游”等七大主题线路，在
郑州的河声岳色里，
等 你 来 读 懂 早
期中国的瑰
美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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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声岳色满商都河声岳色满商都：：

乐享郑州乐享郑州““山河祖国山河祖国””欢迎您欢迎您！！

四月芳菲，站在古都郑州历览山河，目之所及，一条大川
蜿蜒而来又澎湃东去，诉说着中华文明5000年的肇始与成
长；一座有着36亿年历史、最早跃出海面的“峻极于天”的大
山，同样见证着中华文明的赓续与辉煌。

令人骄傲的是，这条大川和这座大山，在郑州联袂牵手
了，它们共同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5000年的辉煌岁
月里，以它们为代表的郑州地区作为中华文明舞台上的主角
长达3000年之久。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杨丽萍/文 徐宗福 白韬 王秀清/图

一河炳千古 走出蛮荒肇始文明
黄河在蜿蜒万里滔滔不

息的流淌中，把西部黄土高
原的泥沙携至下游，冲击创
造了大片的良田沃野，为中
华民族的生存孕育了非常优
越的自然条件，正是有了这
种自然条件，中华民族的先
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走出
蛮荒，中华文明得以肇始。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文
明的母亲河，那郑州就是黄
河母亲的长子，以‘华北轴，
百川口，悬河头，万古流’的
重要区位成为黄河流域当之
无愧的黄河之都。”历史文化
学者阎铁成说，黄河流至郑
州后，两岸没有了高山的阻
挡。她从上游带下来的大量
泥沙不断地淤积、加高，河道
像扇面一样打开，造就大量
的沃野平原和良田，它的扇
轴的地方就是郑州。

“我们说郑州是‘华北轴’，
强调的就是郑州在黄河流域
华北地区的轴心地位。‘百川
口’‘悬河头’分别指的是由

于河道变迁，黄河流至郑州
后，向东北、东南发散出了很
多河川；黄河悬河奇观的起
始位置在郑州。至于‘万古
流’，指的则是黄河在郑州地
区奔流了 100多万年。郑州
作为黄河之都的地位，一目
了然。”阎铁成说。

万里黄河百万年，璀璨
历史在中原。

行走在黄河之滨郑州，
这里有距今10万年的织机洞
遗址、5万年的老奶奶庙遗
址、1万年的李家沟遗址、
8000 多年的裴李岗遗址、
6800 多年的大河村遗址、
5300 多年的双槐树遗址、
4100 多年的王城岗遗址、
3600多年的商城遗址……有
考古学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
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
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更系统；
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
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
代到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
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一山写春秋 天地之中诉说传奇
在郑州西南部，挺立着绵

延百公里的中岳嵩山，作为中
华大地上最早跃出海平面的
高山，它的跃出形成了亚欧大
陆第一块陆地，为人类的出现
提供了条件。现代考古证明，
中国古人迈入现代人，是率先
在嵩山地区完成的。老奶奶
庙遗址、李家沟遗址、裴李岗
遗址……这些代表我国旧石
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的标志
性遗址都在嵩山脚下。

有感于此，2006年，学
者宋宗祧提出，如果说黄河

是滋养华夏儿女生命的母
亲河，那么嵩山便是造就华
夏民族性格的父亲山。春
秋轮转中，它们联袂肇始并
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成长与
壮大，不断地诉说着中华文
明的传奇与辉煌。

甲骨文中的“岳”字，大
多数学者都认为指的是嵩
山。“祈年于岳”“嵩高维
岳”，嵩山的名字不仅最早
出现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
《诗经》里，还出现在殷墟卜
辞里。从古至今，嵩山都被

视为天地之中的名山，与天
沟通、对话的地方，备受古
人尊崇。在宋宗祧看来，嵩
山、黄河共同在郑州及其周
边地区孕育出最早的中国。

“在中华大地上，像嵩
山这样诞生如此精彩文明、
像黄河这样被全国人民尊
重的山河，是很少的，这一
山一河在郑州交汇，可谓是
得天独厚。他们的一唱一
和，诞生了中华文明，并且
把中华文明的发展一步一
步推向高潮。”阎铁成说。

一脉泽古今 读懂中国寻根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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